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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英文是目前獲取新知和與世界連結的重要語言，在我們的教育體系中，除了學校有限的英(語)文上課時數外，教師們也努

力地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。要使學生擁有大量的字彙能力，莫過於鼓勵學生廣泛閱讀延伸教材。但目前市售的高中生閱讀

文本，大多著重於資訊內容的傳播。滿紙的文字徒增學生的閱讀壓力，相當難提起閱讀的興趣。為了增加閱讀學習的效果

，在閱讀材料中增加適當的圖像是非常有效的學習策略。 圖像一般分為五種類型:裝飾性、表徵性、組織性、詮釋性和轉

化性。裝飾性可以美化文本，但通常與內文無關；表徵性則能將抽象的文字以具體的方式呈現，具有真實性；組織性能將

文字敘述的組織架構以及程序步驟以圖像呈現；詮釋性是將文字中較難理解、較抽象的概念加以澄清，以具體的方式或以

類推、譬喻的圖示來解釋說明；轉化性則是利用關鍵的訊息組織成脈絡的圖示，將訊息重新編碼成更具體、更容易記憶的

形式。 圖像的確能增加學習的成效，本研究即是針對這五種圖像以測驗及問卷調查的方式，比較五種圖像在引起注意力、

引起興趣、幫助理解認知、幫助回憶等各方面，對於學生閱讀助益的程度。 本研究的目的是想要提供教師在於選擇延伸教

材時能將圖像要素做為考量的項目，並希望出版商能更精心設計圖文並茂的閱讀文本。

關鍵詞 : 閱讀材料、圖像的種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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